
淡江時報 第 1182 期

何炎泉分享從化工專業到研究宋代花箋  
學習新視界

 

【記者林庭安淡水校園報導】歷史系兼任副教授李月娥邀請故宮博物院書畫文獻

處處長何炎泉，於4日30日下午3時在驚聲國際會議廳，以「選擇所愛、愛所選擇：從

化工到藝術史」為題，分享從化工領域到鑽研藝術史的心路歷程，並介紹故宮博物院

於2018年舉辦的「宋代花箋特展」，解說由淺入深，精彩豐富。

 

　何炎泉從小對書法、篆刻印章產生興趣，在就讀臺大化工系時加入茶藝社和篆刻社

，決心讓他就讀藝術史研究所，持續投入研究的動機則是「解決心中的疑問」、「分

享研究心得」，秉持這兩項精神，讓他在故宮研究工作上更加精進，並有所突破。

 

　何炎泉介紹「宋代花箋特展」籌辦過程，「花箋」指的是印有裝飾的華麗紙張，製

作技法為「砑花」，利用模板在紙上壓出獨有的紋路，且裝飾紋路型態多變，如展品

黃庭堅〈自書松風閣詩〉不只有精美砑花，紙張也呈現格子狀的紋路。他進一步比對

北宋及南宋花箋特色的差異，發現北宋作品多為隱誨的花紋，南宋作品則以清晰、明

顯的花紋呈現。甚至有些作品從正面觀賞很難看出花紋，須在特定角度下才看得出。

所幸經由透射式、紅外線、模擬眼睛角度的特殊攝影，才得以讓精美的砑花箋紙作品

呈現在世人眼前。

 

　最後，何炎泉告知學生，即早確立職涯發展方向的重要性，他強調，每個人的人生

價值觀不同，達成人生目標的方式也不同，有些人是興趣導向，有些人是財富導向

，他很幸運能將興趣與職業結合，並能獲得源源不絕的成就感。因此，選擇所愛，愛

所選擇，保持好奇並持續跨域學習，一定能為人生增添不一樣的色彩。

 

　水環四洪丞昱表示，此次演講讓他認識宋代花箋紙的特色及其多樣型態，他也很佩

服何炎泉能把興趣當成工作，因為他以為，工作上過多的精神耗損，可能會對原有興

趣失去熱忱，期許未來也能像何炎泉一樣，在人生的道路上持續探索、持續學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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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史系兼任副教授李月娥（左）邀請故宮博物院書畫文獻處處長何炎泉演講。（攝影／黃音然）

 



 

歷史系邀請故宮博物院書畫文獻處處長何炎泉，主講「選擇所愛、愛所選擇：從化工到藝術史」。（攝影／黃音然）

 

 

歷史系兼任副教授李月娥（左起）邀請故宮博物院書畫文獻處處長何炎泉演講，由歷史系主任高上雯頒贈感謝狀，文錙

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一同合照。（攝影／詹妤璇）

 


